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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测井资料定量识别沉积微相

文 政 雍世和 王 中文
(石油大学

,

山东 东营 2 5 7 0 6 2 )

提 要 本文利用多种测井曲线及其计算的地质参数曲线提取反映沉积微相的特征参数
。

应用 主

成分分析与模糊 K 均值聚类方法建立了煌岛油 田馆上段地层的测井一沉积微相数值模型
,

并开发了相应

的计算机软件
。

对煌岛油 田几 口井测井资料的实际处理结果表明
,

应用本文提出的方法识别的沉积微相与

地质划分的结果吻合较好
。

文中
,

给出了实际资料的处理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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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相地层中
,

对沉积相尤其是对沉积微相的研究
,

是勘探开发隐蔽油气藏的重要工

作
。

到 目前为止
,

这项工作几乎都是地质家应用定性方法综合分析钻井取芯
、

岩屑录井
、

测

井及地震资料来进行研究的
,

其结果与工作人员的经验密切相关
。

随着测井学科的迅速发

展
,

丰富的测井信息已成为研究地层的沉积学特征的强有力手段
。

将测井同地质
、

地震
、

现代

数学等学科结合
,

用计算机自动分析
、

识别沉积相及沉积微相
,

已成为当前测井资料计算

机处理解释与测井地质学的新领域
〔翻 。

近两年来
,

在胜利油田地质科学研究院有关人员的

密切配合下
,

我们开展了对我国近几年来在滩海地区发现的大型油气 田一煌岛油 田的主要

含油层系即馆陶组上段地层的测井一沉积微相研究
。

这里主要介绍我们应用主成分分析与

模糊 K 均值聚类法
,

用计算机自动连续识别钻井地层剖面的沉积微相的方法应用结果
。

1 测井一沉积微相分析的基本原理

将常规测井资料同地质资料结合
,

进行测井一沉积微相分析
,

自动定量地识别沉积微

相的基本原理是
:

将常规测井曲线及其计算的地质参数曲线同岩芯资料相结合
,

用多种方

法提取反映沉积微相的特征参数
;
选用适当的数学方法建立本地区的测井一沉积微相数值

模型
;
根据所建立的模型用计算机处理解释测井资料

,

自动连续的识别沉积微相
,

获得该

井地层的沉积微相剖面
。

1
·

1 馆上段地层沉积特征概述

堤岛油 田上第三系馆陶组上段地层是由砂岩
、

粉砂岩和泥岩组成
。

其上部以紫红色泥岩

为主
,

夹粉砂岩
;
下部为棕褐色含油砂岩

、

粉砂岩
、

砂岩为主
,

夹有薄层泥质粉砂岩和泥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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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纵向上具有下粗上细的正旋回
,

即具二元结构
。

各旋 回下部为中一 细砂岩或粉砂岩层
,

见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
;
旋回上部为杂色粉砂岩夹泥岩

,

或泥岩夹粉砂岩
。

馆上段地层属

河流沉积
,

可分为四个微相
。

(1 》 公滩 发育于辫状河 中央河床底部冲积物的沉积
,

以砂岩为主
,

成熟度低
,

粒度

变化范 围大
,

粒级较粗
,

层理类型多
,

尤以交错层理为特征
。

在自然电位 曲线上
,

常呈箱形

或齿化箱形
,

或者两者的迭加
。

(2 )边滩 发育于曲流河道边的沉积
,

又称点砂坝
。

其形成是由于水流对河床凹岸冲

刷侵蚀
,

搬运物质沉积于凸岸
,

在水下形成浅滩
。

随河床和侧向迁移浅滩增长
、

加厚出露水

面
,

形成河床滨岸浅滩
。

特点是以砂岩为主
,

矿物成分复杂
,

成熟度较低
。

在垂向上
,

自下

而 上常出现由粗至细的粒度或岩性韵律
。

层理发育
,

主要是交错层理
、

板状交错层理
。

在

S P
、

G R 曲线上常呈钟形或齿化钟形
,

有时 出现两者的迭加
。

(3 )天然堤 河流在洪水期因水位较高
,

河水携带的细
、

粉砂等物质沿河床两岸堆积

而成
。

主要 由粉砂岩
、

泥岩组成
。

粒度较边滩沉积要细
,

又比泛滥平原粗
。

垂向上突出特点

是砂
、

泥岩组成薄互层
,

以小型波状交错层理为特征
。

在 S P 曲线上常呈锯齿状
,

反映间歇

性水流沉积作用的特点
。

(4 )泛滥平原 河道及河道边缘外广阔冲积平面上的沉积
。

以泥岩
、

粉砂质泥岩为主
,

常夹有泥质粉砂岩和粉砂岩
,

S P 曲线常呈平直状或细锯齿形状
。

泥岩和泥质粉砂岩中常具

水平层理
。

1
.

2 特征参数的提取

从测井曲线及其导出的地质参数曲线提取反映沉积微相的特征参数
,

是实现 自动识别

沉积微相的首要前提
。

根据堤岛油田馆上段地层沉积微相的岩性
、

岩石结构
、

沉积构造
、

粒序变化
、

沉积韵律和

岩石物性等特征
,

选用五条测井曲线 (声波时差 A C
、

地层密度 D E N
、

补偿中子 C N L
、

感应电

导 率 C O N D
、

冲洗带电阻率 xR
。

)与两条地质参数曲线 (孔隙度 P O R
、

泥质含量 S H )
,

从多种

方法中选用下述三种方法对每条曲线提取特征参数
,

这样对每种沉积微相共用 21 个参数

来表示
。

三种提取特征参数的方法是
〔“ 一 5〕 :

( 1) 沉积微相段的浏井均值 V 、

v
一舟

式中 v i( )

— 某种测井或地质参数曲线第

N— 沉积微相段内的采样点数
。

乏 V ( i )

个采样点的归一化值
;

V
A

能较好地反映沉积微相的岩性或物性特征
。

( 2 )正偏值 V
H

V H 〔V ( i ) ) V
^ 〕

式中 v i( )

— 大于 V
A

的归一化测井值或地质参数值
;

N

一
微相段内大于 V *

的采样点数
。

v H

能反映微相段内岩性或物性的变化
。

( 3 ) 变差方差根 G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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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 一 纽〔、 (h ) +5 2〕告

式中 岁— 方差
,

可反映微相段 内测井或物性参数 的整体波动性
;

`

5 :

~ 共 呈〔v ( , )一 v A〕 2

名 V
一 1 ~ l

G ( h )

— 地质统计学 中的变异函数
,

反映微相段内测井或物性数据的局部波动性
。

G ( h ) =
1

ZM ( h )

、了( h )

艺 〔V ( i ) 一V ( i十 h ) 〕“

搜~ 1

式中 M ( h )

— 间隔为 h 时的数据对 〔V (l )
,

V i( + h ) 〕的数 目
。

可 见
,

将 夕 与 G ( h) 结合起来
,

可综合反映沉积微相段 内测井或物性参数的整体波动

性和局部波动性
。

在计算上述参数前
,

均采用极差归一化方法对测井或物性参数值进行了预处理
。

需要

指出
,

上述提取特征参数的方法是针对堤岛油田馆上段 的沉积特征而采用的
; 当对其他地

区或其它沉积相
,

应研究其它提取特征参数的方法
。

1
.

3 主成分分析

用上述方法对每种沉积微相计算出 21 个特征参数
,

不仅参数多
,

数据量大
,

而参数之

间存在着相关性
,

给随后的数学分类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

为此
,

先采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

主成分分析法
,

从具有复杂相关关系的 21 个特征参数中进一步选取最能反映沉积微相特

征的少数几个非相关的主成分 (其累积方差贡献率达 90 % 以 上 )
,

使其能有效地综合原 21

个特征参数所 反映的沉积微相信息
,

又大大减少样本的维数及数据量
,

有利于随后的数学

分类计算 、

1
.

4 建立测井一沉积微相数值模型

所谓测井一沉积微相模型就是用于反映沉积微相特征
、

并能将不 同的沉积微相 区分开

的一组特征参数集
,

用该模型就可以根据测井资料有效地识别不同的沉积微相
。

对具有 m

个特征参数的任一沉积微相
,

均可盾作是 m 维空间中的一个点
。

属于 同类沉积微相的样本

将彼此落在 m 维空间的一个区域
,

形成一个点群
; 而不同类的沉积微相形成的点群

,

又将

以某种方式彼此分开
。

因此
,

建立测井一沉积微相数值模型问题
,

就是要寻找一种能够识

别与区分该 m 维空间中有限个点群的方法
。

根据埋岛油 田馆上段沉积微相的特点
,

选用模糊 K 均值聚类分析法
〔 ’ 一 2 〕

来建立该区的

测井一沉积微相数值模型
。

用此法计算各类沉积微相的聚类 中心向量 示
,

为

、、产110乙`口了、v
,

一 艺城
一 K

X
:

/ 艺式

一
“ ,
一 1 / 〔

,

粤
:
( d

艺
) 二

1 ` “ 一 ” )

dz
,

一 〔艺 }X 一 V 了 } q二
` q

j 一 1
,

2
,

… …
,

k ( 3 )

式中 又
;

— 第 i 个样本的主成分 向量
;

、 ,

— 第 i 个样本对第 j 类微相的隶属度
;

试
,

与 试
,

— 第 i 个样本至第 j 类与第 l 类微相聚类中心的距离
;

q

— 距离参数
;

a

妻。

— 控制类别模糊性的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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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

某本个样本距某类微相的聚类中心距离 dzj 越小
,

则属于该类微相 的隶属度就越

大
。

因此
,

当用各类微相的标准样本数据计算出各类微相的聚类中心后
,

对新的样本 ;
,

可

用 ( 3) 和 ( l) 式分别算 出它至各类微相聚类中心的距离 d
, ,

及隶属度
u , , ,

按距离最小
、

隶属度

最大的原则进行归类
,

将待判样本 ; 划归为使隶属度达到最大的那类微相 J
’

中
:

: ` ; 了 ·

(夕
:

) = m a x {
: ` ,

( 〕
,

) }
; 1蕊少镇 k ( 4 )

根据上述原理
,

我们选取 C B Z。
~

1 取芯 井作

标准井
,

从该井的 38 个微相中选 22 个有代表性

的微相作标准样本
,

由此建立的本区测井— 沉

积微相数值模型如表 1 所示
。

应用所选的 22 个标准样本对此数值模型进

行验 判
,

结 果 仅 错 判 2 个
,

其 验 判成 功 率 为

9 0%
,

说明所建的本区测井一沉积微相数值模型

是有效的
。

表 1 堤岛油田的测井一

沉积微相数值模型

T a
b l

e 1 D ig it a l w e
ll 10 9

一

m i e r o
f
a -

e ie s m o d e
l

o
f t h

e
C h

e n g d a o o i lf i
e
ld

2 实验资料处理与效果

沉沉积微相相 主成分 111 主成分 222 主成分 333

泛泛滥平原原 0
.

7 7 0 111 0
.

2 2 2 222 0
.

0 0 4 111

天天 然 堤堤 0
.

7 4 0 999 0 2 2 5 555 1 0 0 7 111

边边 滩滩 0
.

5 5 7 888 0
.

2 3 2 222 0
.

9 6 5 111

心心 滩滩 一 0
.

0 7 6 CCC一 0
.

0 3 7 333 1
.

1 19 999

应用根据上述原理开发的计算机软件
,

对堤

岛油田的取芯井 C B 20 一 1 及其他 6 口井测井资料进行了实际处理
。

根据 已建立的测井一沉

积微相数值模型 (表 1 )
,

按 ( 4) 式所示的最大隶属度原则
,

对这七 口井地层的沉积微相进行

自动识别
。

图 1示 出 处理 流程 图
,

表 2与图 2给 出 C B 2 0 一 1井测井识别的微相与地质划

输输入测井数据据

特特征参数的计算及其归一化化

寺

1 主成分分析 …

~ 一 ! 标准样本文件 }
分

用用模糊 K 均值法建立立
测测井一沉积微相模型型

沉沉积微相的划分归类类

图 1 应用测井资料定量识别沉积微相的资料处理流程 图
F ig

.

1 F l o w e h a r t o
f q u a n t ir a r iv e d i s e r i m in a t io n o

f
s e

d im e n t a r y m ie r o
f
a e ie s

b y u s in g w d l 1
0 9 d

a t a



沉 积 学 报 4 1卷 44

工
·

O N国 Q

11。
沐飞
的。一。。 Joó。一日切。 111。冬冶d 司已

画嵘链霉担彩蜷帐夏丫。 N习针驯

4工 n的。留 2困

囚
.

切一灿

0 0 333 GR (
P l A

, 8。 }}}}} 侧 井井井 地 质质
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 分分分 划 分分

沉沉 积积积 沉 积积
徽徽 相相相 徽相相

{{{
’

111气
一

}}}
’

中
一 ,

!!! 可可可可 11111 二二二
之 ~ 升 升介 : 仁 闷闷闷 毛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三

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三三定定三于于
lll !!!

砚砚 { }}} 工丁丁
·

二
一

{{{{{ }}}
一

耳
,,,,,,,,,,,,,

111

{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羹羹羹羹;;;;; 曰曰
一 ; 二 _匕一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lllllllllllllllll- - - -

一
lll

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一一丁

一

飞二二二丈土土二工工匕土土创创创创创创一一 ! 一一
一

洲洲
: 」」」」」」」」」」」」」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龚绪绪卜卜卜卜卜卜一一一
一

-

一一一一

一一

{ } !
「

7
一

丁丁
.

L

::::::::: 之 二二二二二二:二仁仁

lllll :::::::::::::::::::::::::::::::::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砂乡乡弓多引引

日日 口踌踌
一 1 1 ...

介、 : {
一

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 国国国国国国鲤鲤鲤 . 暇暇lllll { 七 -------------

{{{ ’
`
一

弋弋
_ _

L
_

立 {
_ _ 二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l
: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卜卜卜介卜于于于 乏二三妞经班班班

{{{
. r

断 {{{{{ 冬
: “ :

飞
.........................

,,,, ` 二 _

沐 : 二 ,,, `̀̀̀̀̀̀̀̀̀̀̀̀̀̀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主 ` 二{二j全:::::::::::

··

生兰丛
_

!!!一
二 _

二三
_

!!!!!!!!!!!!!
::: 、 、 、

{{{ 乞乞之 lll
~ 、

一 ~

一
一 ~ 一 代代代代代代代

`̀̀̀̀ I LLLLLLLLLLLLL

;;;

泣泣
_ _

连连月月
_

三
_

宝宝一百二工」」

拜
一

于于
「「「「「「「「「「「「「「「「「「「「「「「「
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 l

一 _ _ ~~~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一一

士
一

!!!
`

共共创创创创
一
口若若若

` 、、、、、 ` ~ 二一二仁~ 一
、 一一

一一一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一一一一一
:::::::::::::::::::::::::::::::::::::::::::::::::::::::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二三二定三签三三

奚奚奚奚
一

)))砚
_

二{{{{{{{ !冬…………………………………………… 忿忿忿忿忿忿忿忿忿忿忿忿忿忿忿忿忿忿忿忿忿忿〕三乏班毛毛
,,,,,,,,,,,, 二~ 二~二

~

仁~ 二目二二

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班经乏多多三:::

}}}}}}}}}
,
梦梦

戈 :::

于1 11111 一}
一

币币
鑫鑫
日日黔

---仁
_ J _ ___

长班忿三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22222222222222222222222 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口. 111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毖介 )工泛戈戈戈戈一一丁丁 }}}}} 五五侧侧
, :

}}}}} 月月{
.

{
」」」」

匕匕匕匕 上___

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了了了了了
;

’’

飞{{{{{ 卜子子卜卜卜卜卜卜 奏鑫豪豪
.............................

lllllllll ,,,,,,,,,,,

嘴嘴嘴嘴嘴
~

工万 ;
一
!一一

、、、

{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
}}}}} {{{》 盗盗 {{{ !

_

」
_

』』红互上组组了
,,,,,,,,,,,,,,,,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霆
111

}}} {{{

八土土土土
{ {{{

江工工工工工工工工jjj

下下
一

了了压夏」」
一
{{{{{

一

下下下下下 }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下下 {{{ _ iii户

---

} { {{{ 甘 l
卜
介介介 {{{ l只

二5 5 5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rrrrrrrrrrr 一 丁丁

日
_

尘只_____
!!!!!!!!!!!!!!!!!!!!!

鬓鬓))))))
盈盈盈盈盈盈盈盈盈盈盈盈盈 _ 」

_ ~ 乙 - 已
_

_________

}}}}}}}}} 妻妻
{{{
`̀脚罗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 止止
盯盯盯

`

{{{弃墓墓墓墓墓

摹摹摹摹摹摹
))) {{{ {{{{{

口口
通

一

) ’
灯灯了

’

:::::::::::::

打打 f
’’

{{{

区区
~ 一一

、 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里 一 i `̀̀ { lllllllllllllll

袱袱了
;;;;;

口口口 仁仁 { ”””””””””””””””” 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麟落落{{{!!!
、

诊
;

}}}
一 ,

- 一
~~~

匡匡
lll 飞 侧侧

) 十
一

: 一仁仁仁仁仁仁仁{{{{{{{{{
人_

、 _____ ~ 冲 、 、 、 ` 飞飞飞飞飞飞飞
」」」

{ 一 _ _____________________

乡乡乡
工 { _

」」」
’ 一

育育
一 r T 一一 气气气

撇撇撇

}}}
、、、、、、 、 、 1 ,,,,,,

lll
一一一一一一生

「

_____________岑岑 { }}}}} l
_____

巨巨征飞飞二「「「「「「「
一一万万气万

舀弓弓弓弓弓弓弓弓 111一iiii {万万
{二几几

一 JJJJJJJ

注边
___

}}}}}}}阮阮阮阮 代代
: 二

。。。。。。。。。。。。。

...

{{{了了又又又
{{{{{ .

{{{ 二到到片
““

下
---

一谭
一

草草仁仁二
___

止
___

{{{ {{{{{{{
FFFFF }}}下

一

{{{{{ 界月 下
一一一一一 一

}}} <<<厂 !!!
一

{{{ }}} )))))))
}}}}}

岁岁
一扮

洲 ; ;;;;; 、
、、、

{ i 之之

扛扛{{{………
_

___

)
_______

JJJJJJJJJJJJJJJ

巨巨愁愁下「
`一

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飞飞不 1 111
一

二二二二二二 压压琶琶琶琶 二二李李 }}} }}} }}} }}}}}}}

「「

{{{
~

砰
一一一一

]]] 厂
-------

压压压 }}} 土
_ ___

i
_

___

石石{
---

{{{
一

{
---

{
一一一一

}}}}} 碳碳碳碳 {{{下二二
i

一一一一

压压千
、 ` ___

工
___

二二 }
`̀̀̀̀̀̀̀̀

(((

{{{ 渝渝 {{{} {{{{{{{ 丁忿忿[[[
{{{

!!!!! 1二二授授主主主
---

{{{{{{{
!!!!! 夕少少 门门门门门 泣泣厂厂}}} {{{ 111性性匕匕卫卫卫 1111111

/////

入入入入入入 }}} 巨巨「互互
二~ ;;;;;

犷一一花花全全王王飞飞
_

上
_______

,,

斗斗里灯 {{{
_

}}}卫卫
广一

]]]厂
-------

飞飞泛泛仁仁工
___

匹匹七七 }}}主主麦麦麦麦气气气

派不不》》》》 i门
___

卜卜卜 丁
-----

朴朴斗
---

采
---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5 5 班花赶赶

}}}}} {{{广广广
{ {{{{{{{ }}} }}} 二二互互互互一社社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 ;;;
一 ,
止止林」」」 ; !!! 下下下 泣泣上二二二二 共{

___

}}}
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

门门门门呀呀 { { {{{ 下
---
::... 及及1

___

万一一性性
,

))))) rrr 十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丰丰 _

i
___

!!!!!!!
}峨峨 曰土

_____

行行几广广下
---

冬
一

二二黔黔
{{{ 111

{{{ 几几几

尸尸尸
! { }}} !!! 1:.’’五

___

土
___________

裁裁裁裁裁 _止匕上
_ ___

}}} 卜卜万丁下
___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
`

一 `

洲
---

))))) 崖
_

}}}}}
_

!
_

口
_ ___

{{{ j
_
:::

丈二二二
_______

魂魂魂 ,

衡
-----

{
l 一 ; `

!!!

}歹歹歹歹
’’ 、

、

书书
「 一 ...

!一号之
~

盛纽
~~~

`̀̀̀̀

.........

介介尸 iiiiiii } 二
_ ;

十
一

介 洲洲耳乡 . . ...
{{{ 1 :

二区
...

_

土 : 斗」_
___

巨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卜冬 性性

一一

二干不 址
___ 万 { }}}}}

:::::

二
_ 卜 J _ _____

弋弋
’

工
一一 l 一一一

_____ _ _ L 丰
_____

___ 止廷顶顶 }
一 小

一

、 一

于于于

{{{{{{{{{{{{{{{{{{{{{{{{{{{{{{{{{{{{{
_

.....一一
、

分分分分
霆塑 匕一口
泛滥平原 边滩

. . 1 薛理粤
堤岸 心滩



1 期 文 政等
:

应用测井资料定量识别沉积微相 4 5

表 2 C Z Bo
一

1 井处理成果表

T ab le2 C
o功pu te rp r

c os es i ngs e ru lts ofW
e llC B2 0

一
l

序序号号 起止深度度 测井划相相 地质划相相相 序号号 起止深度度 测井划相相 地质划相相

11111 1 9 6 3
.

1 1 2 7 3
.

222 222 天 然 堤 22222 2 0001 4 5 7
.

01 4 6 3
.

111 000 泛滥平原111

222221 371
.

21 5 7 3
.

000111 泛滥平原11111 111 1 2 4 6 3
.

01 4 65
.

000111 天 然 堤 222

1 33333 375
.

1 0 77 3
.

222 555边 滩 333332 2221 4 5 6
.

01 4 6 6
。

000 222 泛滥平原111

1 44444 7 7 351 0 31
.

111 lll泛滥平原11111 21 4 6 6 333
.

1 4 5 68
.

222 222 天 然 堤 222

1 1 55555 8 3
.

1 1 385
.

222 222 边 滩 2 333334441 4 8 6
,

1 1 4 7 2
.

555 111 泛滥平原 111

66666 1 3 8 5
.

2 1 3 92
.

222 lll 泛滥平原 11111 2 555 1 4 7 2
.

2 1 4 7 5
.

000 222 天 然 堤 222

77777 1 3 9 2
.

2 1 3 9 6
.

555 333 边 滩 33333 2 666 1 4 7 5
.

2 1 4 7 7
。

222 111 泛滥平原 111

88888 1 3 9 6
。

5 1 4 1 3
.

555 lll 泛滥平原 11111 2 777 1 4 7 7
.

5 14 8 0
.

000 333 天 然 堤 222

99999 1 4 1 3
.

5 1 4 1 5
.

222 111 天 然 堤 22222 2 888 1 4 8 0
.

5 14 9 4
.

000 444 心 滩 444

lll 000 1 4 1 5
.

2 1 4 2 2
.

000 lll 泛滥平原 11111 2 999 1 4 9 4
.

2 14 9 6
.

444 lll 天 然 堤 222

111 lll 1 4 2 2
.

0 1 4 27
.

777 lll 天 然 堤 22222 3 000 1 4 9 6
。

0 1 5 1 0
。

222 333 心 滩 444

lll 222 1 4 2 7
.

7 1 4 34
.

555 111 泛滥平原 11111 3 111 1 5 1 0
.

7 1 5 1 5
.

000 222 天 然 堤 222

lll 333 1 4 3 4 5 1 4 3 7
.

000 111 天 然 堤 22222 3 222 1 5 1 5
。

5 1 5 1 8
。

999 444 心 滩 444

lll 444 1 4 3 7
.

0 1 4 4 3
。

222 111 泛滥平原 11111 3 333 1 5 1 8
.

0 1 5 3 3
.

000 222 泛滥平原 lll

111 555 1 4 4 3
.

2 1 4 4 5
.

000 222 天 然 堤 22222 3 444 1 5 2 3
.

2 1 5 2 5
.

000 222 天 然 堤 222

lll 666 1 4 4 5
.

0 14 4 7 : 555 lll 泛滥平原 11111 3 555 15 2 5 0 15 3 0
。

555 444 心 滩 444

lll 777 1 4 4 7
.

5 1 4 5 3 777 333 边 滩 33333 3 666 15 3 8
.

5 15 4 4
.

000 222 天 然 堤 222

lll 888 1 4 5 3
.

7 1 4 5 5 000 lll 泛滥平原 11111 3 777 15 4 4
.

7 15 4 8
.

222 444 心 滩 444

111 999 1 4 5 5
.

0 1 4 5 7
.

000 333 边 滩 33333 3 888 15 4 8
。

0 15 5 4 000 222 天 然 堤 222

说明
:

总计
:

1
.

泛滥平原 2
.

天然堤 3
.

边滩 4
.

3 8 错判个数
:

9 正判百分比
:

心滩

7 6
.

3 2%

分微相的对 比
。

可见
,

用此法及软件 自动识别的微相与地质划分微相 吻合较好
,

两者的吻

合率为 76
.

3%
。

用此法处理其余六 口井资料的结果
,

测井识别的微相与地质划相的吻合率

约 75 %一 85 %
。

两者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有
:

( 1) 测井 曲线受环境影响
,

如扩径影响而又未作校正
,

导致曲线失真
。

( 2) 建立模型时受所选标准样本的代表性及数量的局限性影响
,

使模型的适应性受到

影响
。

( 3) 测井识别微相与地质划相方法不同
。

地质划相主要根据岩芯观察
,

综合分析录井和

测井资料来定性划分微相 的
,

与工作人员的经验密切相关
;
而测井识别微相是从测井响应

出发
,

用定量计算方法来识别微相的
。

两者方法不同
,

导致两者得出结果可能不一致
。

模糊 K 均值聚类分析是一种应用条件较宽
、

效果较好的聚类法
。

它在计算各类样本的

聚类中心时
,

充分考虑了全体样本对各类母体的隶属程度
,

而隶属度又与样本到各类聚类

中心的距离密切相关 (试
,

越大
,

殉越小 )
。

这就可能减少边远点和假点的干扰
,

提高分类的准

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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